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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爱国主义教育新论

朱　 芊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习近平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于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和要求而言,意
味着既要对民族国家有情感认同,同时也要奉行互信互谅互鉴的文明观;既要遵循国内道德、政治、法律交往准则,形成理性

意识与责任担当,同时也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既要把爱国主义视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进行提倡,并在民族伟大复兴

使命中寻求自我发展,也要在多元意识形态的碰撞中获取国际认同,在全球交流与历史传承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与文化自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使爱国主义的时代要求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它不仅对我国的外交战略具有指导意

义,对深化和拓展爱国主义内涵的理解,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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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一)民族国家依旧是情感认同和利益归属的

主要共同体

习近平在 2013 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时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他指

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整个世界,各个国家之间

的依存与联系不断深入,人类好比生活在地球村中,
生活在现实与历史交汇的同一时空中,逐渐成为我

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 [1] 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根据全球前途与人类发展而

为我国提出的一种发展方案及理念,该方案不仅获

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还形成了广泛且深远的

国际影响,而且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

的鲜明旗帜。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

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彼此隔离”已经成为了历

史,强调人们对自己祖国情感以及依存的爱国主义

教育受到了重大冲击,但“民族国家依旧存在且仍

属于多数人归属与认同的主要共同体” [2]。
全球化依旧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来实现国

与国之间在资本、信息、文化、贸易、人才等各个方面

的流通、往来,通过各国间的联动方式来实现全球化

的动态运行,“它并不是一种超越于各国之外的一

种独立自主的力量,而是更多地存在于各国间的关

系之中” [2]。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民族国家的独

立和主权意识的崛起促使各国都在积极维护自己的

核心利益:在维护主权、保障安全的基础上最大程度

地谋求国家的发展。 此时,经济利益通常会发展为

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旋转轴心,并未有任何掩

饰[2]。 经济利益的冲突现实而客观地反映了国家

依旧是民族实现其核心利益的载体。 目前世界上的

国家主要通过结合“地域”与“民族”两种属性来组

成“祖国”,国家与特定民族之间的这种结合尚无法

通过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水平进行分离,而民族原有

的地域基础以及连接民族与国家的纽带也难以通过

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水平进行改变与摧毁[3]。 主权

意识的崛起、经济利益的冲突、国家安全的维护、国
际竞争的激烈更加牵动着人们的爱国神经。 在这样

的背景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战略思想为经济全球化下民族国家人民的爱国

情感和行为提供了稳定发展的方向和源源不断的

动力。
(二)爱国主义的传统内涵

就内涵而言,爱国主义是对个人与祖国依存关

系的揭示,是人们对祖国深厚情感的表现,也是人们

对自己民族、家园、文化的尊严感、归属感、荣誉感与

认同感的统一[4]。 斯蒂芬·内桑森认为,一个爱国

主义者应该满足下述条件:第一,特别关注国家福

祉;第二,对国家有特殊的爱;第三,为国家利益愿意

作出自我牺牲;第四,对国家给予的身份证明高度



认同[5]34-35。
就历史而言,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具体的,文

化背景与历史条件的不同最终形成的爱国主义也有

差异化的要求与特点。 不管是依恋故土的家国情

怀,齐家治国的忠孝观念,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生
死不移的报国之行,还是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建设

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统一大业的实现,爱国主义的历

史和具体,正是通过它的丰富性和生命力来展现的。
从结构上看,爱国主义内涵所体现的情感认同、

责任担当以及精神传承 3 个逻辑层次是其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 作为情感系统的爱国主义,它体现了

个人对祖国依存关系的情感认同,表现为人们对祖

国山川大河、辽阔土地的深深眷恋,对本民族历史传

统、文化习俗以及骨肉同胞的满腔热爱。 这种对于

具体物质形态的偏爱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对国家客体

表征上的关注,为国家认同感提供了稳固的载体。
作为责任担当的爱国主义,将客体表征上升为国家

的抽象形态,依据理性判断形成了对国家的领土主

权、社会制度、政治信仰、文化体系等内容的价值认

同和现实维护,并转化为遵守国家调整个人社会关

系的行为准则体系,如道德标准、法律规范与政治准

则,所以具有政治性、历史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等特

点。 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爱国主义不仅是对中华民

族精神的升华与提炼,也极大彰显出在中华民族精

神架构中爱国主义具有的关键组成地位。 习近平提

到:“中国要实现高速发展,必须运用 13 亿人民的

力量。” [6] 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华民族以爱

国主义为纽带始终紧密团结为一体,构筑起众志成

城、万众一心的精神长城。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要求

对于爱国主义新时代的教育要求而言,人类命

运共同体战略思想从全新的视角诠释了爱国主义的

理论内容和战略格局。 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紧密,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做出正确抉

择,拓展和深化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理解

和实践转化。 遵守互信互谅互鉴的文明观,形成共

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在多元意识形态的碰撞中获

取国际认同,在历史传承和世界交流的过程中坚定

四个自信。
(一)既要对民族国家情感认同,同时也要奉行

互信互谅互鉴的文明观

早在 2000 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
治学》Ⅲ到Ⅵ中详细论述了他政治理念的中心思

想———政体(Politics 或 Politea)。 构成政体的公民

并非仅是占据相同的空间而是由共同感情联系在一

起,正是情感、忠诚及友情构建出一个政体。 这种政

治合作关系是感情的杰作,“感情是住在一起的有

意选择” [7]。 ( Affection is the intentional choice of
living together. 1280a)“友情是城市有益事务中最重

要的一项,因为当他们彼此之间有感情,就不太可能

陷入冲突。” [7] ( Friendship is the greatest of good
things for cities, for when people feel affection for each
other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fall into conflict. )公民是

由共同感情的关系团结在一起的。
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正

是特有的生活的模式、人民的文化、习惯风俗、法律、
道德意向以及社群观感等使得的爱国主义有了自己

独有的情感寄托和承载基础。 放眼于当下,各民族

的文化在相互交融的经济全球化中逐渐形成为统一

的具有内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 人类文明所具有的

多样性既是人类进步之源,也是世界的基本特征。
多样促进交流,交流带来融合,融合推动进步。 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给予各种社会文明平等地

位,需要构建互谅互信互鉴的文明观:通过文明互谅

处理文明冲突,通过文明互信取缔文明隔阂,通过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优越,对多样化的人类文明给予足

够的尊重。
全球有超过两百个地区与国家,民族种类有两

千余个,宗教也有多种。 而不同的习俗与民族,不同

的历史与国情,不同的特色与地域,所孕育出的文明

也不同。 关于如何共创世界文明互鉴共荣的局面,
习近平曾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因交流而多彩”,对待文

明要坚持“平等”“多彩”“包容”的原则与态度。 唯

有如此,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才能在积极融入全球

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竞争比较促进共同发展,在充

分保留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平和理性

的爱国主义情感。 通过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

交流对话,使得互信互谅互鉴的文明观成为增进各

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

世界和平的纽带。
(二)既要遵循国内道德、政治、法律交往准则,

形成理性意识与责任担当,同时也要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治理观

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如果仅仅“以深厚的感情

表达他对自己国家的极大关心,但他却不去考虑国

家整体的利益,更不愿意为了国家的利益去采取行

动、做出牺牲,这只能算作是一种迷恋而不是真正的

爱,这种情感是浅薄的和不可靠的”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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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作为主权力量的载体,在维护国家利

益、个人利益,以及民族利益等问题上起着关键的支

持作用。 各个民族作为置身于一定社会制度、政治

体系、文化氛围中的群体,一定要服从和维护国家利

益。 以爱国人士陈独秀的观点来阐述,即为“爱国

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由此可见,具有

爱国情怀的人能够通过爱护国土、国民、国之文化等

行为来实现爱国心,而具有理性、智慧的人则会站在

国家、道德、法律以及社会等更高层次的角度来实现

爱国之志,用智慧来建设更美好的祖国,理性爱国才

是更符合改革发展形势的爱国表现[8]。 这就要求

我们的青年一代能够致力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智

慧来推动国家实现振兴和发展,理性地确立和践行

自身的爱国之志,更好更快地帮助祖国实现富强、繁
荣、和谐的目标[9]。 这种通过理性意识和责任担当

体现于国家态度上的爱国主义,其本质是维护整个

国家、民族、个人的最大利益。
正如上文所述,尽管“民族国家作为重要的主

权载体的这一观念依旧是绝大部分人的共同认

知”,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

的重要性起到了一定的分解作用,在国际强制性或

者服务性组织产生的过程中,就已经对某些原本仅

属于国家的职权提出了共享的要求。 因此,民族国

家不得不将某些主权性质的职权交予代表着全世界

共同利益的国际组织” [2]。 从这个局面来看,埃及

的著名学者巴哈丁认为:“全球化趋势明显对于民

族主权具有离心作用,它将分散民族国家中原本具

有凝聚力的部分社会组织,将逐步模糊国家和民族

之间的界限,甚至要求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应当逐渐

消除边界。” [10]39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机遇和挑

战并存、风险日益增加的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

独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

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因此,所有国家都应当

凭借包容开放的国之心态,让自身在世界和平共荣

的道路上逐步实现共赢的美好目标。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地提到:“中国应

当始终贯彻共建、共享、共荣的世界治理观,在处理

国际关系等问题上始终遵循民主化的原则,任何国

家都应当享有平等性的国际关系。 未来中国还应当

在倡导实现国际民主目标的道路上继续起到大国的

引导作用,共同促进平等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形

成,为世界和谐共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11]

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单则易折,
众则难催”。 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以及历史文

化传统、社会制度的差异,都必须始终坚持领土完

整、内政和主权独立的国际交往准则,针对传统或者

特殊的安全威胁不断探寻应对方案,通过更加深入

和有效的互助合作来实现普遍、共同安全。
在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过

程中,我们必须遵守世界贸易交往的各项规则,构建

平等、互利、包容、开放的综合性多边贸易体系,在全

球经济一体化和和谐发展的背景下,逐步建立具有

绿色和谐、开放包容等特点的世界生态体系,“全球

性调整需要全球性应对,唯一的途径就是精诚合作,
各个国家都应当积极参与建立全球生态体系的各项

工作,相互之间形成互利互助、共享共建、和谐共处

的沟通和协作机制” [12]。
国家之间是和谐共处还是频繁斗争,最终决定

了世界秩序是安定抑或是混乱。 现代国际交往的原

则要求各国应当彼此尊重,增强交流合作,坚持平等

协商,同时各国国策都应当遵守结伴不结盟、对话不

对抗的基本准则。 民族国家之间应当始终保持不冲

突、不对抗的良好关系,发展协作共赢、互利互助的

新型强国模式。
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更加具有一种人文关

怀,通过对话协商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倡导

各国秉持相互尊重原则,共同追求国际关系和国际

秩序的公平正义,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互利共赢。
这种治理观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化解了全球化红利

的分配矛盾,避免爱国主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桎

梏,在维护本国主权、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努力增

进他国和人类共同利益;在承担本国公民责任担当

的同时,让跨国交流在途径和形式上更加顺畅,以一

种更加积极和宽容的心态融入并促进全人类的共同

发展。
(三)既要发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文明,致力于在

强国之梦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认同,也要在多元意

识形态的碰撞中获取国际认同,同世界其他文化一

样逐步建立具有理论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以及

制度自信等特点的特色民族文化

在全球经济化的大浪潮下,人们在客观而理性

地审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时,看到的不仅仅是社会

制度、经济利益、政治体系的竞争,同样在意识形态

层面也将出现激烈的多元碰撞局面。 2014 年是中

国取得反法西斯胜利的第 69 周年,习近平在周年纪

念座谈会上总结了民族胜利的根本原因,即“古往

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独特精神著

称于世。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

心。” [13]英国的著名学者汤因比也发表过相似的观

点,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出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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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现象的伟大文化体系,其文化的内涵具有令人惊

叹的顽强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最显著的表现就是

中华民族内在的爱国主义民族凝聚力[14]。 在历史

传承和与世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骄傲自满,
也不可妄自菲薄,而是要始终坚守着我们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在十八

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
“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

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任何外国

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

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苦果。” [15]

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话语体系主导之下,国际

社会更多的是基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而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表示国际认同。 习近平通过千年

文明的历史底蕴在外事活动演讲中一次次对中国

“和合主义”“兼容并蓄”“天下主义”“协合万邦”进
行了精辟的阐释,彰显了国际交往中的大国责任本

质。 “和合主义”倡导的即是权利共享、价值共创、
社会共有、和平共处[16]。 它指导着我们在强国的道

路上不忘给予他国必要的关切,并且提倡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以“利益共同体”的形态实现强国目标,
也推动他国共同进步。 本土安全和国际安全相一致

的“安全共同体”,当代人发展和后代人发展相持续

的“发展共同体”。
国家的强大最核心的表现在于良好的国际威信

和影响力,而这份威信和影响力主要是取决于国家

对全人类的贡献程度[17]。 习近平曾经在国际经济

交流会议上多次向世界各国解释了“中国梦也是世

界梦”的观点,他表示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的旗

帜,中国梦的实现就是世界梦的实现,在和谐共赢发

展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发展始终将与全人类的进

步息息相关。 中国梦不仅代表了中国富强的愿望,
更代表了中国愿意为世界共同繁荣担负的重大责任

和使命。 2013 年 10 月 24 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梦”当中对于世界同

步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他指出中国人民

始终都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互助互利,共同实现对

美好未来的追求[18]。 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命运

共同体发展模式,以及开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等,这些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支持沿线国家合作共赢

的举措充分说明了中国以大国责任带领共同体成长

的决心。 中国明确地构建了“世界共同体”的发展

意识,而且通过国际利他主义的典范力量,让“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范围普遍落地生根,最终促进

世界和谐发展,消除区域不平衡的危机,为全人类共

谋福祉。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转化

从齐家治国、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当代中国与

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习
近平在 2016 年向世界人民表达的新春祝愿中曾说

道:“世界广阔无边,面临的问题也同样繁多,在促

进世界共同繁荣的进程中,中国愿贡献巨大力量,国
际社会也必然需要中国智慧的参与。”由此可见,未
来中国将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中国不

再是被动方,而是国家合作的倡导者以及国际多边

主义的参与者。
中国倡导并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

张在依旧存在价值分歧、观念冲突和利益竞争的当

下,积极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与世界其

他文明和谐共处,追求平等、合作、共赢,探索塑造和

合世界秩序的可能性,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

世界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将中华文化和智慧充

分融入世界共同繁荣的事业中去。 这一事实客观而

真切地反映了以“中国梦”为主题的当代爱国主义

正朝着更加理性、平和、自信、从容的方向发展。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爱国主义教育,

倡导将激情爱国转化为信念爱国、理性爱国、开放爱

国,“让爱国人士意识到爱国不仅是感性的选择,更
是理性的追求,是关乎国家和世界共同繁荣的重大

事项。” [2]

(一)信念爱国

我们在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倡导互信互谅互

鉴的文明观的同时,要充分保留承载自己民族情感

寄托的国家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不应

当否定或虚化历史,将真实的历史历程割裂。 习近

平表示:“历史是所有事物的真实写照,从历史中,
人们可以反思和学习,认识和提升自己;对历史进行

深入剖析则具有前瞻性,引导我们更准确地了解过

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19]对于我们的国民而言,
要在对文化传统认知、情感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稳

定的思想体系,从历史延续和民族传承的角度和意

义来理解爱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通过理性

判断,进入信仰层面,即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民族的

复兴与强盛,是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联

系。 这种信念式爱国突破了国家作为主权实体、个
人得失等外在因素的考量,将爱国内化为一种发自

内心、无可推卸的使命责任感,内心的信念和未来为

之奋斗的理想目标。 爱国不应当仅在国家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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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才去爱,每个人的祖国都有着不同的缺陷,
国家也曾做过错误的决策,但这些过往都不应当成

为阻碍爱国之志的借口,真正的爱国就应当尽自己

所能去改变和填补缺陷,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习近平在对中科院的一次工作考察中提到:“科研

人员首先要具备真切的爱国之志。” [20] 只有对国家

具有包涵深情的爱,才能激励着科研人员致力于推

动国家科技力量取得发展,爱国之志是在多元意识

形态的比较和选择中形成的深厚情感和信念支撑,
爱国是任何时代都必须具备的优良传统。 尽管不同

国家的世界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以及价值取向都千

差万别,但我们只要坚定自身的爱国立场,就能始终

保持明辨历史的能力,避免因其他错误意识引导的

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我们在坚定互信互谅互鉴的

文明观的同时,必须要将国家主权的完整独立性放

在首要位置上,在坚持民族和爱国主义的前提下,共
同实现世界文明的繁荣。

(二)理性爱国

从传统救亡图存演变保留而来的激情式爱国在

百年来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释放了强

大而浓郁的爱国情感。 这种充满强烈危机感和自尊

心的表达模式在历史上为形成统一战线、抵御外敌,
实现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这种情感方式

的表达更多的是以国内民众游行、示威、抗议的方式

表达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
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爱国主义情怀和行动都

应当被有效控制在法纪规范之内,我们在展现爱国

之志的时候必须牢记理性、有序、有节等原则和要

求,始终把国之稳定大局放在首位,切不可因冲动而

有损国家利益。 保持有理有序才能实现真正的爱

国,才能让反华的流言得到有效制止,并且让世界清

楚地看到我国和平发展的决心。 由此可见,爱国热

情和行动的表达必须讲求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爱国的真实初衷,让敌对者的心思落空。
传统的激情爱国改变不了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

中的站位和格局,只是一种国民情感上的宣泄和表

达。 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要把爱国之心同社会发

展规律取向一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建
设我们的国家,贡献我们的才智。 当前,全球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正逐渐兴起,国际竞争中最重

要的环节愈加明显地集中于各国创新实力的竞争

上。 “目前的国际竞争形势表明,只有具备强大的

创新实力,才能够在竞争中取得强者和领跑者的地

位,也只有始终保持领先的创新能力,才能取得最终

的胜利。” [21]激情式爱国点燃不了我国发展的新引

擎,只有将爱国情怀转化成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寻
找创新突破口,抢占发展先机,增强创新能力,提升

创新本领,才能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为中国的民族复兴提供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

(三)开放爱国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关,经过改革

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国逐渐靠近世界之窗的中央。
现代全新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定要适当地融入世界价

值观,从世界的角度来建设我们的祖国,并提升全人

类的幸福感。 在建设和报效祖国的同时,必须坚持

和平共荣、美丽和谐、开放和平的发展理念,让世界

变得更美好,让人类共同的追求能够逐步实现。
埃及的著名学者巴哈丁曾说过:“爱国情怀和

行为并不是被封锁在国界之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应

当将爱国主义作为阻挡世界人民交流和沟通的屏

障。 ……真正的爱国者是不会被这种刻意设置的屏

障所阻隔,同样也只有在开放包容、广泛交流、共促

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的爱国主义。” [10]59-60 我

们不仅要热爱和传承本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也要尊

重其他各个国家的民族传统和历史文明,只有在充

分尊重他国文化的前提下,才能让本国的文化处于

更美好和谐的世界环境当中,并且通过不断向其他

文明学习,以取长补短、去粗取精的形式让自身的民

族文化更加充满活力,在相互交流和磨合的过程中

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继

承并发扬了中华文化协会万邦的优秀传统,对内积

极倡导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对外要求与人和谐相

处、倡导平等互利。 弘扬新时代面向世界、开放交流

的爱国主义,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加宽广的世界胸怀

和全球视野,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推动人类文明发

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以及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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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View on Patriotism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ZHU Qi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President Xi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 many major interna-
tional occasions. This means that for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of patriotism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not only
recognize the emotional identity of the nation but also pursue a civilized view of mutual trust,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It means fol-
lowing the rules of domestic moral, political, and legal communication, forming r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y,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which is based o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e should advocate patri-
otism as the core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seek self-development in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gai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llision of multiple ideologies, strengthen road, theoret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his-
torical heritage. The thought of the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has enriched the times of patriotism, which ha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our diplomatic strategy, an important meaning for expan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patriotism and perfecting the con-
tent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Key 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atriotism;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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